
第二章　儿童的成长发育和生活环境0��

第
二
章　

儿
童
的
成
长
发
育
和
生
活
环
境

❶ 

中
国
人
眼
里
的

“小
皇
帝
的
眼
泪
”

❷ 

发
展
认
知
神
经
科
学
和
早
期
教
育

❸ 

关
于
幼
儿
教
师
的
培
养
的
一
点
粗
浅
体
会

❹ 

研
讨
会
１
：
从
日
本
的
角
度
看

“中
国
孩
子
的
今
天
” 　

❺ 

在
日
中
比
较
中
发
现
的

“文
化
的
发
展
”　

❻ 

探
索
中
日
两
国
的
儿
童
观
、
发
展
观
、
教
育
观

❼ 

幼
儿
教
育
的
日
中
关
系
史•

比
较
历
史
的
素
描

❽ 

研
讨
会
２
：
日
中
比
较
─
儿
童
・
发
展
・
文
化 

 独生子女政策和中国
　

中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

策，到现在已经大约有30年了。这个政策固然

使中国的人口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但另

一方面，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孩子

们的生活环境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导致了很

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日本电视台NHK拍摄的题为“小皇帝的

眼泪”的纪录片，如实反映了在当今中国正

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看了这个纪

录片，我想到了很多有关培养孩子的问题，
今天我想从多种角度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作为教育学者的看法

我是研究教育的，站在教育学者、心理

学和医学研究的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无

疑是不人道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有害

无利，我们应该让孩子快乐地度过童年。
对孩子来说，童年是短暂的，让他们体

验各种游戏，在游戏中长大十分重要，只有

这样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格。教育学者和心理

学者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出发，都对现行的做

法持否定态度。
“小皇帝的眼泪”中所介绍的情况，在

中国各地随处可见。刚才有人问起城市和农

村的状况是否有些许不同，我的答案是，只

要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了，我们

觉得目前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心，必须要实行

以孩子为本的教育改革，改变现状。特别是

在幼儿教育的领域，也要进行许多改革。
这个片子里，有些中国的高官也说“这

种状况非变不可，必须要给孩子们减负”，

然而从现状考虑，我预感到恐怕这种情况短

期内难以改善。

 从东西文化的视点出发

下面我从另外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从

生态学者和人类学者的宏观角度来审视这个

问题，然后通过对东西文化的教育价值观的

比较，来说明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
教育问题也是价值观的问题。西方文化

强调个人，看重民主自由；而中国人重视集

团，孔夫子的话至今仍渗透着整个中国社会。
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道德阶级制度，
这种阶级意识和阶级制度，在每个中国人心

中都根深蒂固。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社会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比如上下关系，从前只有上对下，
现在则上下双方开始进行沟通。但这种变化

无疑是很有限的，基本的理念并没有改变。
这种意识也渗透与中国的一般家庭之

中。要想维护家庭安定，孩子就要听从家长

的权威，不能有自己的意识。部下听命于上

司，在中国叫作“忠”；孩子听从父母，这叫

作“孝”，中国社会正是被“忠孝”支撑至今的。
西方文化尊重个人，提倡个性自由，个

人权利，机会平等，选择自由，道德是自主

形成的。但中国文化完全相反，注重集团的

利益，家族的名誉和社会地位。

　　  价值观的根本在于“乖”

中国的父母们把教育重心放在哪儿呢？
一言以蔽之——“乖”。这个字的意思是“顺

从”“服从”“听爸妈的话”“听上级的话”，这

个字给中国人的言论和行为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眼里的“小皇帝的眼泪”

朱  家雄　  Zhu Jiaxiong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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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也会要

求自己的孩子“乖”。比如我自己，虽然接

触了很多西方文化，依然会跟自己的孩子强

调“乖”，让他听话。
中国现在教育不断改革，无论是幼儿教

育还是中小学教育，都在强调培养孩子们的

自主意识，但是怎么也搞不好。这是因为，
自主意识是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反的。

我有一次参加日本儿童学会主办的会

议，觉得其中一场演讲特别有意思，那位演

讲者拿着画讲述了他在德国的经历。
一个孩子收集玩具。家长问他：“你这

个玩具是哪儿来的？”孩子回答：“从朋友

那儿买的。”家长训他：“干吗买朋友的玩具

啊？”孩子说：“这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有

什么关系？”这样的对话在德国是司空见惯

的，但在中国万一出现同样的事，人们就会

觉得这孩子太不听话了，没家教。
所以我觉得，在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

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基本文化。教育是文化的

一部分，只能通过文化途径来解决。全盘西

化，完全用西方的体制肯定是行不通的，一

定会碰壁，碰得鼻青脸肿的。
当然文化并不是单一的东西，它在不断

地兼容并蓄，发生变化。强调阶级意识的中

国传统文化也在变，侧重个人主义的西方文

化也在变。彼此可以相互学习，却永远也不

会跟对方完全一致。
我给大家看一幅有意思的画，这里写着

“鱼是最后一个知道水的存在的”。我们一直

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往往想不起自己所处的

文化环境。
 

 从政治家和保护者的立场来看

下面再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

题。我接触过很多资深的教育研究者，他们

对我说：我们研究了很多教育问题，但是那

些搞政治的人根本不听这一套，他们都是根

据自己的政治目的来搞教育改革的。我说，
那是肯定的，毕竟对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

是维持社会安定和提高国家竞争力。
比如，美国的政策是强化教育初级阶段

的读写计算能力。为什么要强化呢？这是因

为，政治家们认为，如果初级阶段的读写计

算能力得到强化，即使是家境不好的孩子也

不会在小学跟不上，这样他们就能跟中产阶

级出身的孩子们接受几乎同等的教育。如此

一来，就少了很多来自社会上的反对的声音。
总之，政治家是站在消除社会对立，维

持社会安定的立场上考虑教育问题的。他们

肯定不可能站在每个孩子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那么站在保护者的角度怎么考虑教育问

题呢？我们看了“小皇帝的眼泪”，听了家

长们的心里话。作为父母，他们也不想让孩

子从小就吃这么多苦，但是，更不愿他们输

在起跑线上，在以后的人生竞赛中输给别人。

 从小皇帝的幸福的角度考虑

刚才我从四个角度分析了“小皇帝的眼

泪”，有人给我发电子邮件，问为什么我不

从小皇帝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我为什么

不从他们的立场上考虑呢，这个其实我自己

也不知道。当然我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估

计他们会一定会回答说：我受不了了，我不

想哭，想玩！不过，就算我知道他们现在怎

么想，却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想。
恐怕现在让他们使劲玩，等长大了就要

抱怨父母了：“我小时候，你们干吗不多让

我学习呢？！我现在又没地位又没钱，只能

勉强混口饭吃。”当然，我没有进行具体的

调查，我是从下面对照的事例才想到这些的。
像我一样的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者当

中，很多人作为家长用西方的教育方式来培

养自己的孩子。结果，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

大多都在社会中的竞争失败了。
还有很多人在口口声声外面宣扬说，现

行教育制度不好，要让孩子更加自由的成长，
结果回家在自己孩子面前就换了一副样子，
很严厉地督促孩子学习。但这样的人的孩子，
大多很成功。

今天虽然我从五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但恐怕还会有第六、第七个角度。从不同的角

度来看，也许能看到不同的问题点。希望大

家听了我的话能够参与讨论，各抒己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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